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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公元 6 世纪中期佛教传入日本，自朝而野地影响了日本的宗教信仰。缺乏教理体系的

日本原始神道教受到了佛教“本地垂迹”说的全面冲击。14 世纪伊势神宫外宫祠官度

会行忠、度会常昌创立伊势神道，托名撰写《神道五部书》，从《古事记》《日本书纪》

等日本神话与中国道家哲学中援引观点，试图构建可以对抗“本地垂迹”说的理论体

系。其中，脱胎于道家哲学的“混沌”观便是伊势神道进行教义延展的支点。本文即

是对伊势神道的“混沌”观进行解构，以阐释其理论来源、构成以及构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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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的 神 道 教， 亦 称“ 神 道 ”， 是 基 于 日 本 本 土 信 仰 发 展 起 来 的 宗 教， 在 日 本 拥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在 一 千 多 年 的 发 展 进 程 中， 神 道 教 从“ 无 名 ” 到 创“ 神 道 ” 为 名， 从 最 初 的 原

始 信 仰 与 泛 灵 崇 拜 到 公 元 六 世 纪 开 始 与 外 来 宗 教 理 论 与 哲 学 思 想 融 合， 渐 渐 形 成 了 完 整 的 教

理体系。但是在与佛教的融合中，“本地垂迹”说却对神道教的本土发展产生了威胁。第一个

公开向“本地垂迹”说与“佛主神从”局面宣战的神道教派是伊势神道。14 世纪伊势神宫外

宫祠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创立伊势神道，在逆境中萌生的伊势神道从教义上对“本地垂迹”

说进行瓦解，其中“混沌”观便是贯穿于伊势神道教义与神话中的利器。“混沌”观的构建起

源 于《 古 事 记 》 与《 日 本 书 纪 》 的 神 代 卷， 植 根 于 中 国 道 家 与 阴 阳 五 行 思 想， 其 逐 渐 完 善 的

体系与“本地垂迹”说在理论层面产生了对抗，也为神道教的后世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王 金 林 在《 日 本 神 道 研 究 》“ 伊 势 神 道 及 其 思 想 ” 一 节 中 认 为， 伊 势 神 道 运 用 道 家 之

“道”构建了自身的“神明之道”，并借用了“混沌”的概念阐释其“至一”的思想 A ；张谷

在《 道 家 哲 学 对 日 本 中 世 伊 势 神 道 的 影 响 》 中 则 认 为 伊 势 神 道 之 神 观 是 按 照 道 家 宇 宙 论 来 构

建的，道家的“混沌”宇宙生成论是其与伊势神道抗衡的基本理论 B。这些看法都指出了伊

势神道与道家思想具有密切关系。然而，伊势神道是在什么情况下汲取道家“混沌”思想的？

道家“混沌”思想如何启迪伊势神道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这些问题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伊势神道“混沌”观的构成，明了其理论由来的蹊径、

贯穿其神道体系的线索作用与其在针对“本地垂迹”说时“有的放矢”的构建意义。

一、“本地垂迹”说影响下的神道教

公 元 六 世 纪 中 期， 佛 教 经 由 朝 鲜 半 岛 的 百 济 传 入 日 本。 佛 教 自 传 入 起 就 具 备 严 整 的 教 义

理 论、 缜 密 的 逻 辑 体 系 以 及 海 量 的 经 书 典 籍， 因 此 一 经 传 入 便 得 到 了 当 权 者 的 喜 爱 与 重 视。

朝廷不仅拨款支持佛教修建寺院，甚至亲自接手进行管理。约从奈良时代（710— 794 年）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道观及其收藏的珍贵文物分类研究”（项目编号 ：16AZJ005）的阶段性成果。

A　 王金林 ：《日本神道研究》，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75 页。

B　 张谷 ：《道家哲学对日本中世伊势神道的影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 专家论坛  日本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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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神 道 开 始 了 一 段 历 时 相 当 长 的 与 佛 教 融 合 的 过 程。 镰 仓 时 代 前 后， 神 道 的 新 兴 派 系 逐 渐

反 思 己 身， 寻 求 出 路， 意 欲 与 佛 教 划 清 界 限。 直 到 明 治 初 年“ 废 佛 毁 释 ” 之 后， 二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才 算 彻 底 划 清。 可 以 看 出， 佛 教 对 神 道 教 的 影 响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即 使 这 种 影 响 是 被 动 接

受的，但“祸兮福之所倚”，也为神道教的宗教化转型提供了动机。

在神佛融合的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现象便是“本地垂迹”理论的传播与渗透。“本地垂

迹 ” 说 兴 于 平 安 中 期， 多 被 神 佛 融 合 大 潮 下 新 兴 的 神 佛 融 合 的 宗 派 援 用。 如 山 王 神 道 与 真 言

神道分别依托佛教天台宗与真言宗理论体系，虽称“神道”，却是佛为主、神为辅，用佛理阐

释神道。“本地垂迹”说根源于佛经中“法、报、化”三身的概念。“本地”同于法身的概念，

代表佛、菩萨清净无垢的自性之身 ；“垂迹”相当于化身，即佛与菩萨为方便利乐有情众生应

机 显 化 的 身 份， 在“ 本 地 垂 迹 ” 说 中 指 佛 与 菩 萨 在 日 本 所 化 现 的 身 份， 如 宣 扬 伊 势 神 宫 的 最

高 女 神 天 照 大 神 为 观 世 音 菩 萨 的 化 身。 山 王 神 道， 或 称 天 台 神 道， 便 是 这 一 时 代 背 景 下 产 生

的 影 响 较 为 深 远 的“ 佛 教 神 道 ”， 核 心 理 论 是 用 天 台 宗“ 空、 假、 中 ” 三 谛 圆 融 的 教 义 重 新

阐释神道谱系。山王本是《古事记》中的日吉神，天台神道则称日吉神是释迦牟尼佛的垂迹，

主 张 释 迦 牟 尼 是 一 切 神 与 存 在 的 本 体。 相 似 的 现 象 也 可 从 佛 教 在 中 国 本 土 化 的 进 程 中 寻 到 端

倪。 例 如 印 度 神 话 中 的 雷 雨 之 神 因 陀 罗 被 融 摄 入 佛 教 体 系 后 成 为 佛 教 护 法 神 帝 释 天， 亦 是 忉

利 天 主。 在 佛 教 传 人 中 国 后， 帝 释 的 形 象 与 神 格 逐 渐 在 民 间 与 玉 皇 大 帝 合 二 为 一， 故 而 也 就

有 了 玉 皇 大 帝 为 佛 教 护 法 神 的 说 法。 中 国 的 神 话 体 系 也 吸 收 并 转 化 了 这 种“ 垂 迹 ” 理 论 用 之

于 本 土 神 话 传 说 的 构 建， 如 观 世 音 菩 萨 在《 封 神 演 义 》 中 化 作 元 始 天 尊 的 弟 子 慈 航 真 人， 融

入 了 道 教 神 话 体 系 之 中。 总 而 言 之， 在 这 种 学 说 的 映 照 下， 日 本 本 土 一 直 以 来 的 最 高 神 便 都

成 为 了 诸 佛 菩 萨 的 显 现， 被 纳 入 到 了 佛 教 系 统 之 中。 而 神 道 教 因 前 期 缺 乏 教 理 构 建， 无 法 在

理论高度反驳“垂迹”说，逐渐显现了劣势。

二、伊势神道的“混沌”观

（一）《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混元”生神论

自 公 元 673 年 天 武 天 皇 执 政 以 来， 加 强 了 天 皇 专 制， 开 启 了 律 令 治 国 的 时 代。 天 武 天 皇

先是责令编撰《日本书纪》，全书三十卷，采用汉字编年体写成。《古事记》由安万侣在 712

年献给元明天皇，是日本最早网罗历代神话小说、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而成的文学作品。《古

事记》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为“神代卷”，即从开天辟地起以神话的形式推进与阐述历

史 ；《日本书纪》前两卷为神代卷，第三卷到第十五卷为神武天皇到德仁天皇帝记，是日本最

早 的 正 史。 这 两 部 追 述 皇 室 历 史 至 上 古 神 代 的“ 史 书 ” 无 疑 宣 扬 了“ 皇 权 天 授 ” 的 思 想， 证

明皇权具有神性与至高无上的正统性。

《日本书纪》第一卷首记述了天地开辟和三柱神的几种说法。国常立尊是《日本书纪》中

天地初开的第一个神，也是伊势神道提出的丰受大神的一体神 ：

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而含芽。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 ；重浊者，淹

滞而为地。精妙之合抟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故曰 ：天

辟之初，洲壤浮漂，譬犹游鱼之浮水上也。于时，天地之中生一物，状如苇芽，便化为神。号，

国常立尊 ；次，国狭槌尊 ；次，丰斟渟尊。凡三神矣，干道独化，所以成此纯男。

……

一书曰 ：天地未生之时，譬犹海上浮雪无所根系。其中生一物，如苇牙之初生泥中也，便化

为人，号国常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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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曰 ：天地初判，有物若苇牙，生于空中，因此化神号天常立尊 ；次可美苇牙彦舅尊。又

有物若浮膏，生于空中，因此化神号国常立尊。A

安万侣在《古事记》的序中也写道 ：

臣安万侣言。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 ；

阴阳斯开，二灵为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沈海水，神祇呈于涤身。故太素

杳冥，因本教而识孕土产岛之时，元始绵邈，頼先圣而察生神立人之世。实知悬镜吐珠。而百王

相续，吃剑切蛇，以万神蕃息欤。议安河而平天下，论小滨而清国土。B

《日本书纪》与《古事记》的神代内容是伊势神道神论的主要参照体系，这是有其历史与

政 治 原 因 的。 天 武 天 皇 建 立 了 伊 势 神 宫 供 奉 天 皇 始 祖 天 照 大 神， 使 伊 势 神 宫 具 有 了 皇 家 性 质

的 至 高 尊 崇 地 位。 伊 势 神 宫 分 内 外 两 宫 ：内 宫 供 奉 天 照 大 神， 外 宫 供 奉 丰 受 大 神。 天 照 大 神

是 日 神， 具 有 火 德。 丰 受 大 神 是 粮 食 神， 具 有 水 德， 主 要 负 责 供 奉 天 照 大 神 的 饮 食， 因“ 水

火既济”，与天照大神依存共生。但内宫的地位、权利与得到的皇室支持一直高于外宫，丰受

大神也因掌管天照大神食物而神位略逊。14 世纪外宫祠官度会氏创立伊势神道，由伊势外宫

发 展 而 来。 其 先 后 分 别 主 张 丰 受 大 神 与 国 常 立 尊、 天 御 中 主 神 为 一 体， 到 了 近 世 逐 渐 演 变 为

三 位 一 体 神， 本 质 上 是 对 内 宫 权 力 的 挑 战。 伊 势 神 道 以 二 书 为 发 阐 对 象， 意 味 着 对“ 皇 权 天

授”说的肯定，标出了自身的立场。

除了对记、纪二书神论内容的继承与发展，伊势神道也遵循了二书神代卷的宇宙形成论。

《御镇座本纪》卷首言 ：

天地初发之时，大海中有一物浮，形如苇牙，其中神人化生，名号“天御中主神”，故号“丰

苇原中国”，亦因以曰“丰受皇太神也”。与天照大日孁尊，举此以八坂琼之曲玉、八咫镜及草薙

剑三种之神财，而授赐皇孙，为天玺 ：“视此宝镜，当犹视吾。可与同床共殿，以为斋镜。宝祚之

荣，当与天壤无穷 !”宣焉。C

《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神代卷对天地初开状态的描写已经借鉴了《周易》以及道家诸

多哲学观点。如《淮南子·傲真训》载 ：“天地未剖，阴阳不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D

《 淮 南 子· 天 文 训 》 载“ 清 阳 者 薄 靡 而 为 天， 重 浊 者 凝 滞 而 为 地 ”E。《 艺 文 类 聚 》 在 开 篇

“ 天 ” 部 引 徐 整《 三 五 历 纪 》 言 ：“ 天 地 混 沌 如 鸡 子， 盘 古 生 其 中， 万 八 千 岁。 天 地 开 辟， 阳

清为天，浊阴为地。F”津田左右吉认为《古事记》等书中“有着拿道家思想来相配的倾向，

只是其想法还是些漠然不清的东西。在伊势神道里，也作了这方面的尝试”G。度会行忠与度

会家行在伊势神道的经典“神道五部书”中大量引述了《老子》《庄子》《老子述义》《列子》

《淮南子》《易纬》《五行大义》等古典籍中的哲学观点。度会行忠《大元神一秘书》亦引《老

子述义》十分频繁，而度会家行在《类聚神祇本源》“开天辟地篇”中整理了“汉家”“本朝”

A　 《国史大系》第 1 卷《日本书纪》，东京 ：日本经济杂志社，1897 年版，第 1— 2 页。

B　 ［日本］安万侣 ：《古事记》，周启明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 1 页。

C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51 页。

D　 高诱注 ：《淮南子》，《诸子集成》第 7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 20 页。

E　 高诱注 ：《淮南子》，《诸子集成》第 7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 35 页。

F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 页。

G　 ［日本］津田左右吉 ：《日本的神道》，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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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释 家 ” 的 天 地 生 成 论， 并 以“ 汉 家 ” 为 主。 与 记、 纪 二 书 相 比， 伊 势 神 道 对 道 家 思 想 的

选择则更加“有的放矢”，其选择“混沌”观作为贯穿于其神道体系的重要脉络。

（二）伊势神道“混沌”观的构成

1．始于“混沌”、依归“混沌”的万物生成观

度会家行于《类聚神祇本源》“天地开辟篇”多次引述《老子述义》关于气形质未相离的

“浑沦”状态的观念，已见其对“混沌”观的重视 ：

《老子述义》曰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素。气形质具曰浑沦。清为天，浊为地，和为人。天

地含精，万物化生。又曰，《易纬》及《列子》曰，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

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言虚

前精气，气则有形，形则有质者也。A

关 于“ 浑 沦 ”，《 列 子· 天 瑞 》 在 描 写 宇 宙 生 成 状 态 时 有“ 浑 沦 ” 之 语，“ 浑 沦 ” 与“ 混

沌”相通，涵义是宇宙形成时气、形、质三者一体而尚未分离的时空状态 ：

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

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垺，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

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 ；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B

“ 混 沌 ” 在《 山 海 经 》 中 是 作 为 人 格 化 的 天 神 出 现 的， 而 在 先 秦 道 家 典 籍 中 则 渐 渐 被 赋

予 了 哲 学 意 义， 用 来 描 述 气 质 未 分 前 天 地 蒙 昧 的 状 态， 侧 面 反 映 了“ 道 ” 体 的 状 态。 如《 老

子 》 二 十 五 章 ：“ 有 物 混 成， 先 天 地 生。 寂 兮 廖 兮， 独 立 而 不 改， 周 行 而 不 殆， 可 以 为 天 地

母。”C“万物本于三，三本于二，二本于一，一生于道”的观点出自《老子》。“道”是道家最

高 的 哲 学 范 畴，《 老 子 》 首 先 提 出“ 道 ” 的 概 念， 开 启 了 道 家 学 派 的 理 路。《 老 子 》 第 四 十 二

章言明“道”生成宇宙万物的规则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D“有生于无，无

道也”之“无”在某种意义上意象等同于“混沌”，亦即“朴”。道体虽“无”而“朴”，但

却化生万物，遵守无形的秩序。伊势神道深化了这种原则，强调万物只会生于“混沌”之后 ：

“天地开辟之后，虽万物已备，而莫照于混沌之前。因兹，万物之化，若存若亡。”E

神道五部书之一的《宝基本纪》中有相似的观点，同时抨击了佛教的理论 ：“神道则出混沌

之堺，归混沌之始。三宝则破有无之见，佛实相之地。神则罚秽导正源，佛又立教令破有相。”F

真言神道在《天地丽气记》中列出了佛与日本神的对应关系 G，如丰斟淳尊对应卢遮那

佛、 国 狭 槌 尊 对 应 毗 卢 遮 那 佛、 惶 根 尊 对 应 弥 勒 如 来、 伊 奘 诺 尊 对 应 马 鸣 菩 萨。 其 还 以 佛 教

真 言 宗 金 刚 界、 胎 藏 界 不 二 的 理 论 作 为 基 础， 以 金、 胎 两 界 来 重 新 解 释 日 本 神 ：天 照 大 神 为

胎 藏 界 大 日 如 来 的 具 现， 丰 受 大 神 为 金 刚 界 大 日 如 来 的 具 现。 同 时， 日 本 只 是 佛 国 在 东 方 的

一 片 佛 土， 依 赖 佛 力 而 成， 后 世 的 日 本 是 由 大 日 如 来“ 垂 迹 ” 的 天 照 大 神 的 神 孙 统 治。 而 根

A　 ［日本］大隅和雄编 ：《日本思想大系》第 19 册《中世神道论》，东京 ：岩波书店，1977 年版，第 284— 285 页。

B　 张湛 ：《列子注》，载于《诸子集成》第 3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 2 页。

C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62— 63 页。

D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117 页。

E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32 页。

F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73 页。

G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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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记、 纪 二 书 所 追 溯 的 日 本 皇 室 历 史， 历 代 天 皇 皆 是 神 的 后 裔， 这 样 在 真 言 神 道 的 理 论 下，

现世天皇也具有了佛性。

作 为 最 先 反 对“ 本 地 垂 迹 ” 说 的 神 道 流 派， 伊 势 神 道 试 图 正 本 清 源。 道 家 哲 学 中“ 道 ”

是虚静飘渺、无名而“朴”的，但又是可以化生世间万物的至高所在。“混沌”的时空论具有

朴 素 的 唯 物 主 义 性 质， 这 种 客 观 的、 物 质 的 时 空 构 成 同 真 言 神 道 等 所 提 倡 的 法 界 论 相 抵 触，

从 逻 辑 伊 始 便 对 佛 教 神 道 的 理 论 进 行 否 定， 所 谓“ 万 物 之 性 照 于 混 沌 之 前， 不 可 万 物 之 生 始

于开辟之后，理必然矣”。

我朝家，道出混沌，堺同华胥。无为之功未暇号令，不言之化岂用章条。于是朴往雕来，步

尽骤至。前帝后王虽俱存一面网，重规叠矩，不能废三章之科。故教而不诛，制甲令於先。诛而

不怒，张丙律於后云云。A

这段文字出自神道五部书之一的《宝基本纪》，“堺同华胥”亦是对“法界”概念的否定。

华 胥 国 的 典 故 出 自《 列 子· 黄 帝 》， 是 民 无 所 欲、 天 下 大 治 的 理 想 乐 土， 与 老 子 中“ 小 国 寡

民 ” 的 理 想 国 相 吻 合。 当 时 佛 教 信 奉 者 极 力 以 各 种 书、 论 佐 证 日 本 若 想 回 归 净 乐 国 土， 必 需

遵 循 佛 法 教 诲。 而 伊 势 神 道 提 出 的“ 道 出 混 沌 ” 的 国 土， 其 终 极 依 归 却 是 应 该 带 有 道 家 意 象

的、如同华胥国这样的理想社会。

2．“混沌”观下的神祇本地说

《淮南子·精神训》中以“二神”譬喻阴阳，谓阴阳从窈冥无形而生 ：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

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B

“混沌”的特性给了伊势神道广阔的发挥空间。为了驳斥“本地垂迹”说，《伊势二所大

神宫神名秘书》提出了“诸神之本地”的说法，确定了混沌无形才是诸神化身的本原 ：“古天

地 未 分， 神 圣 未 形， 湛 然 凝 寂 为 万 化 之 本， 谓 诸 神 之 本 地。 总 道 始 无 形 状， 而 能 为 万 物 设 形

象生于虚无之中，受大意象也。”C《御镇座传记》“神托戒律篇”则直接点明神人应守混沌之

大 道， 摒 弃 佛 教 学 说 ：“ 人 乃 天 下 之 神 物 也， 莫 伤 心 神， 神 垂 以 祈 祷 为 先， 冥 加 以 正 直 为 本。

任其本心，皆令得大道。故神人守混沌之始，屏佛法之息。”D

《御镇座本纪》中有一段诸神生于“混沌”的详细描绘，这段从《日本书纪》卷首引申的

创神论，更加明确地指出神生于混沌，从虚无中而有灵识 ：

盖闻天地未割，阴阳不分以前，是名混沌。万物灵，是封名虚空神。亦曰大元神，亦名国常立

神，亦名俱生神。希夷视听之外，氤氲气象之中，虚而有灵，一而无体。故发广大慈悲，于自在神

力，现种种形，随种种心行，为方便利益。所表名曰大日孁贵，亦曰天照大神。为万物本体，度万

品。世间人儿，如宿母胎也。亦止由气皇太神、月天尊，天地之间，气形质未相离，是名浑沌，所

显尊形，是名金刚神。生化本性，万物惣体也。金则水不朽、火不烧，本性精明，故亦名曰神明，

亦名大神也。任大慈本誓，每人随思。雨宝如龙王宝珠，利万品如水德，故亦名御气都神也。E

A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73 页。

B　 高诱注 ：《淮南子》，《诸子集成》第 7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 99 页。

C　 王金林 ：《日本神道研究》，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73 页。

D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44— 445 页。

E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60— 4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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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会行忠在《大元神一秘书》中引《老子述义》序言 ：“大象无形，独立阴阳之首 ；玄功

不宰，成天地之先。生万物而莫测其终，妙万物而莫知其始。希夷视听之外，氤氲气象之中，

虚而有灵，一而无体。”A“希夷”出自《老子》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

曰希。”B 无色为夷，无声曰希。在这段引文里，希夷与氤氲共同描述混沌虚寂静灵的状态。

正 是 这 种 混 沌 无 形 的 状 态 才 生 出 千 变 万 化 的 诸 神， 符 合 道 生 万 物、 因 物 赋 形 的 道 家 宇 宙 生 成

论，“混沌”未开前已经备藏了万物的灵种，而非佛性的种子。神道五部书之一的《御镇座次

第记》中“天照坐止由氣皇太神宮”篇亦载 ：“天地开辟之后，虽万物已备，而莫照于混沌之

前。因兹，万物之化，若存若亡。”C“天户开之时，大玉命捧持宝玉是也。圆筥则混沌形也，

故藏万物种子是也。”D

“ 人 乃 受 金 神 之 性 ”， 津 田 左 右 吉 解 释“ 金 神 ” 指 金 刚 神， 即“‘ 气 形 质 未 相 离 ’ 的 混 沌

状态里显现的丰受大神月天尊”E。王维先认为这是神道的土金传吸纳了阴阳五行思想，即五

行 中 的 土、 金 元 素 在 神 道 中 化 为 金 神 与 土 神。 伊 势 神 道 虽 然 认 为 金 神 为 国 常 立 尊， 但 并 没 有

系统提出土金传的思想 F。五常即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五行学说是先秦阴阳学

家 提 出， 后 世 黄 老 学 派、 医 家 等 在 此 之 上 逐 渐 扩 展 了 阴 阳 学 家 的 理 论 范 畴， 以 五 行 配 适 人 身

以合自然万物与春秋时序。《御镇座本纪》中认为五行中的金性为人性之本，水火不能摧毁其

质， 这 似 可 在 中 国 内 丹 学 说 中 寻 到 端 倪。 唐 宋 时 期 道 教 内 丹 学 家 吸 收 外 丹 学 中 黄 白 之 术， 提

出在人身内设“鼎炉”，以金木相交、神气相合为内丹之基。吕岩《酹江月》词言 ：“金木相

交坎离位，一粒刀圭凝结。水虎潜形，火龙伏体，万丈毫光烈。”G“金木相交”之“金”与

此段之“金性”内涵有相通之处。《宝基本记》亦言 ：“金玉则众物中功用最甚，不朽、不坏、

不黑，故为名。无内外表里，故为本性。H”金性虽是人身后天禀赋于先天的水火不摧的特

质，但也需要通过后天的锤炼才可恢复“本来面貌”。度会氏创作神道五部书时中国内丹学说

理 论 已 趋 成 熟， 金 性 的 概 念 的 提 出 与 道 家、 阴 阳 以 及 道 教 有 着 不 可 忽 视 的 内 在 联 系， 如《 大

元神一秘书》引《老子述义》已有“性”与“命”的思考 ：

《老子述义》云 ：感道德以生，必为阴阳所育。变化之大，凡有四焉 ；有命，有性，有生，有

死。死则复命，命则有性，性则有生，生则复死。牵夫受恶之境，系乎死生之城者变万化，未始

有穷。合天地者，可以长久。冥道一者，然后常寂。亦曰 ：先陈天地阴阳虚一之本，次究人物死

生性命之源，遮修行者有归，知道德之无昧者矣。所谓道德者，盖以名言谓之耳，及其得之必在

名言之外。I

“性”与“命”是道教内丹学研究的主要命题，是心性与身体如何相契以达到更高修养境

界 的 学 问。 这 段 引 述 已 指 出 穷 究“ 性 命 之 源 ” 与 于 言 外 行 功 达 到 境 界 的 升 华 才 是 修 行 者 理 应

践行的目标。伊势神道似是将此观点吸收进了教义之中，提出了一条“归返”的途径。

A　 孙猛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中，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000 页。

B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31 页。

C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32 页。

D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33 页。

E　 ［日本］津田左右吉 ：《日本的神道》，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 80 页。

F　 王维先 ：《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94 至 95 页。

G　 吕洞宾 ：《吕洞宾全集》，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17 页。

H　 经济杂志社编 ：《国史大系》第 7 卷，东京 ：经济杂志社，1898 年版，第 477 页。

I　 孙猛著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中，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版，第 1000— 10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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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身“后天”向“混沌”的归返

《庄子·应帝王》中记载了“浑沌”的寓言 ：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

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

日而浑沌死。A

《庄子》这段寓言中还保留着“混沌”作为神话人物出现的痕迹，但却旨在以寓言形式说

明“混沌”是如何被打破的——“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人因不能收视反听，通过七窍

向外放射精神。这里的“混沌”可由天地状态引申为喻指人身，表现出了天人合一的寓意。

伊 势 神 道 要 建 构 神 道 教 义 系 统 还 需 要 提 出 宗 教 无 法 忽 略 的 实 修 问 题。 正 因 诸 神 从 混 沌 中

来， 故 而 要 随 时 反 观 自 守 混 沌 的 本 性 以 达 本 穷 源。 否 则，《 庄 子· 应 帝 王 》 中 凿 七 窍 而“ 混

沌”死的寓意便会应验。《御镇座传记》中提出了修持的基本原则 ：“人乃天下之神物也，莫

伤 心 神， 神 垂 以 祈 祷 为 先， 冥 加 以 正 直 为 本。 任 其 本 心， 皆 令 得 大 道。 故 神 人 守 混 沌 之 始，

屏佛法之息。”显然，伊势神道在构建实修的纲领时也借鉴了“混沌”学说应对佛教理论。

虽 然 实 修 的 概 念 更 多 的 被 延 伸 和 应 用 到 后 世 道 教， 但 是 从 先 秦 道 家 思 想 中 已 经 可 以 窥 得

端 倪。 如《 老 子 》 第 十 六 章 历 来 被 诠 释 为 如 何 求 道 与 见 道 的 原 则 ：“ 致 虚 极， 守 静 笃。 万 物

并作，吾以观复。”B 冲虚守静到极致才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观察世间万物循环往复的道

理。“ 并 作 ” 说 明 了 道 虽 然 无 为 无 形， 但 是 却 是 客 观 存 在 的 ：“ 道 之 为 物， 惟 恍 惟 惚。 惚 兮 恍

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C《庄

子·大宗师》亦点明道是真实存在而“不可见”的 ：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 ；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 ；先天地生而不为久，

长于上古而不为老。D

庄 子 除 了 言 明 道 是 自 亘 古 就 客 观 存 在 的， 再 借 上 古 神 话 喻 道 先 天 而 存 在， 日 月 得 之 而 长

明， 神 明 得 之 以 神 通， 帝 王 得 之 以 固 天 下， 人 得 之 以 比 肩 星 宿。 从 存 在 论 的 角 度 出 发， 道 的

存 在 时 间 是 先 于 人、 诸 神 与 自 然 界 客 观 事 物 的， 神 明 之 所 以“ 神 ” 的 原 因 是 因 为 得 道， 而 不

是 个 体 具 有 超 越 其 他 个 体 的 特 殊 能 力。 而 在 伊 势 神 道 的 理 论 中， 并 没 有 突 出“ 道 ” 的 客 观 存

在 与 超 越 万 物 的 特 性， 如 前 文《 御 镇 座 本 纪 》 介 绍 从 虚 空 而 生 诸 神 的 一 段 引 文 并 没 有 说 明 道

是 超 然 万 物 独 立 存 在 的， 而 是 把 从 混 沌 而 生 的 神 祗 分 别 封 神 ：“ 盖 闻 天 地 未 割， 阴 阳 不 分 以

前，是名混沌。万物灵，是封名虚空神。亦曰大元神，亦名国常立神，亦名俱生神”，伊势神

道为混沌之演化而分别定名，这符合宗教的定位。

诸神从混沌中来，禀受神性。而人却“受金神之性”，所以怎样通过修持由人身后天回返

神 性 乃 至 于 混 沌 自 性 也 是 伊 势 神 道 在 教 义 中 所 阐 明 的。 综 观 之 下， 伊 势 神 道 的 主 要 修 持 原 则

是 清 净 与 专 一，《 镇 御 座 传 记 》 和《 宝 基 本 纪 》 分 别 有“ 神 镜 坐 事 ” 章 节， 以 镜 喻 净 ：“ 天 地

开 辟 之 明 镜 也， 三 才 所 显 之 宝 镜 也。 当 受 之 以 清 净， 而 求 之 以 神 心， 视 之 以 无 相 无 位， 因 以

A　 （战国）庄周著、（晋）郭象注 ：《庄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8— 49 页。

B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35 页。

C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52 页。

D　 （战国）庄周著、（晋）郭象注 ：《庄子》，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39—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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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明之正体也。”A“斯天地人之三才，当受之以清净，求之以神心，视之以无形显实。”B

专 注 守 一 也 是 回 返“ 混 沌 ” 的 重 要 原 则。《 宝 基 本 记 》 言 ：“ 人 心 圣 而 常， 直 而 正 也。 人 心 然

地 神 之 末， 天 下 四 国 人 夫 等， 其 心 黑 焉。 分 有 无 之 异 名， 心 走 使， 无 有 安 时。 故 心 脏 伤 而 神

散去，神散去，则身丧”C，伊势神道在这里已经注意到了心不安定对身体的损耗再对精神造

成 伤 害 的 循 环 影 响。《 类 聚 神 祇 本 源 》 引《 庄 子 》 文 强 调“ 纯 素 ” 与“ 专 一 ” 的 重 要 ：“ 庄 子

曰 ：不 明 于 道 者 悲 夫。 何 谓 道？ 有 天 道， 有 人 道 …… 又 曰 ：纯 素 之 道 唯 神 是 守， 守 而 勿 失 与

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D

《清静经》有言 ：“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E 清净是老庄以来道家思想最崇尚的“心

法”，是趋近“道”体状态的简要程式。《御镇座本纪》中言 :“故祭神清净为先，我镇以得一

为念。”F 清净才能体会无形之形，亲证混沌本然。前引《御镇座本纪》言，“谓人乃受金神

之性，须守混沌之始。故则敬神态，以清净为先，谓从正式为清净”，伊势神道清净、专一的

修 持 原 则 与 其“ 混 沌 ” 观 的 整 体 构 建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王 金 林 认 为 伊 势 神 道 运 用 了“ 浑 沌 ” 观

来 阐 释 其“ 阴 阳 本 一 ” 与“ 至 一 ” 思 想。 如《 旧 事 本 纪 玄 义 》 说 ：“ 元 是 一 气， 分 成 两 仪 ”，

“阴阳本一，一气变物”，再如《神道五部书》中所强调万物从生于“虚无”，故而宇宙的变化

过程中，惟混沌阶段是最清净的世界 G。所以，恢复这个气质未相离的“一”便要模仿其形而

上 的“ 道 ” 体 状 态。 但 总 体 而 言， 伊 势 神 道 虽 然 已 经 意 识 到 心 念 对 身 体 的 影 响， 但 其 在 理 论

中 基 本 只 言 如 何 从 心 念 的 层 次 下 功 夫， 而 对“ 命 ” 如 何 处 理， 其 并 没 有 将 后 世 道 教 的 修 身 理

论适配己身以指出具体的方法。

三、结语

伊 势 神 道 以 神 道 为 主 体， 兼 采 各 家 学 说 的 理 论 特 点 对 后 世 神 道 产 生 了 不 可 低 估 的 影 响。

成 立 于 室 町 时 代 文 明 年 间 的 吉 田 神 道， 依 然 借 用 了《 周 易 》 与 道 家 的 许 多 哲 学 范 畴， 强 调

“神道”的唯一性与本法性。其后的垂加神道以阴阳五行和宋明理气说来注解日本神话，复古

神道亦持神道唯一论，排斥用儒、佛等外来思想解释神道，试图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

《万叶集》等古籍中的思想来诠释和恢复日本精神，其代表人物史称“国学四大人”的荷田春

满、 贺 茂 真 渊、 本 居 宣 长 与 平 田 笃 胤 均 深 受 老、 庄 学 影 响。 而 伊 势 神 道 以“ 混 沌 ” 为 基 的 宇

宙生成理论也是后世神道制定教义与诠释神话的重要参考。

（责任编辑 王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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